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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者简介：
彭国亮，59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幸福村人，根雕艺术家，区

级非遗项目——传统根雕技艺传承人。

归根者感悟：
我是土生土长的平顶山人，我的艺术灵感来自于大自然的赏赐和鹰

城厚重的文化旅游资源。在市委组织部的人才“归根”工程指引下，我会
持续秉持工匠精神，做好本地根雕技艺的传承、发展和保护工作。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
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
大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
助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
的人才‘归根’工程和示范区管委
会的扶持政策，让我们手艺人看到
了传统技艺传承和发展的希望。
我将继续安心创作，利用手中的雕
刀将更多的‘烂树根’变成艺术品，
提升群众的审美趣味。”6月12日上
午，在位于幸福村南平宝路东的应
都古风根韵根雕行内，彭国亮说。

痴迷根雕 闯出市场

根雕行空间紧凑，摆满了彭国亮
创作的根雕工艺品，这是他会客品
茗、洽谈业务的场所。根雕行后面连
着彭国亮的创作场所，这里散放着
锯、斧、凿等工具以及一堆一堆的原
材料——“烂树根”。挨着创作场所
的是根雕书画大展厅，里面放着彭国
亮很多“宝贝”，包括行、草等字体的
根书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根雕和根
艺等，琳琅满目。

彭国亮出身于木工世家，虽仅有
初中文化，但酷爱书法和根雕艺术，
曾在郑州根雕厂打工，后于2018年
返乡创业，开办了应都古风根韵根雕
行。在示范区管委会和人社局的帮
扶支持下，短短几年，彭国亮的根雕
行已初具规模，从开始的零打碎敲到
如今根雕展厅的精品数不胜数，浓缩
了其根雕事业的发展历程。

在根雕行发展步入正轨的同时，

彭国亮在艺术道路上也勤勉精进。他
先后取得了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等称号，还担任着
省根雕艺术协会常务理事兼平顶山办
事处主任等职。他的多件书法、根雕
作品也在省、市级各类作品大赛中斩
获荣誉或入展，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

据了解，彭国亮的根雕产品客户
群体现已遍及周边地市及外省市，接
下来，他将依托面积1200多平方米
的根雕创作和展示场所，打造集生
产、制作、销售、研学、旅行于一体的
综合性交流基地。

传统技艺 亟待传承

“我的曾祖父是木匠，家族的
木匠手艺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
代了。”彭国亮说，随着改革开放和
文化艺术的繁荣，根雕事业有了一
定的发展，创作者增多，根雕的种
类也丰富起来，作品逐步由实用型
向观赏型转变。

在彭国亮看来，当前的根雕创
作及鉴赏受到现代视听艺术和网
络媒体的冲击，受众面越来越窄。

“热爱根雕创作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民间从事根雕艺术的老艺人又
相继去世，传承链极易断裂，传统
根雕技艺亟待保护。我准备让我
儿子接我的班。”

“作为区级非遗项目，彭国亮
的传统根雕技艺正在积极
申报市级非遗项目。”日
前，滍阳镇文化发展服务
中心负责人张延杰说。

彭国亮：

匠心独运
根雕技艺再逢春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归根者简介：
王亚珂，女，30岁，汝州市汝南街道人，宝丰县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主

任。

归根者感悟：
与田相伴，青春无悔。能够将自己多年所学用于实践，为实现自己的

良种梦想而奋斗，虽然辛苦但也是值得的。通过自己的经历，相信市委组
织部实施的“归根”工程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归
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才智
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大行动，
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助乡推动
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

‘归根’工程和一系列配套政策，为我
们返乡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发展平台。我要以袁隆平为榜样，
扎根大地、潜心研究，培育出更多的优
秀新品种，让乡亲们增产增收，为乡村
振兴加油助力。”6月15日，在位于宝丰
县农科所的平顶山市小麦培育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工作的王亚珂说。

心中有梦 始于童年

王亚珂出生在汝州市汝南街道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从小时候起，
父母下地辛勤劳作的身影在她心中
留下了深刻烙印。当她看到父母辛
勤劳作了一年，却因没有好种子而
产量并不高时，“培育出好种子，让
乡亲们的辛苦不再白费”的想法便
在王亚珂幼小的心中种下。

2011年，王亚珂考取了河南科技
学院生命科技学院生物技术专业。
2015年，王亚珂考到河南农业大学植
物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2018年10
月，在第一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大会上，王亚珂积极报名，来
到宝丰县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工作。

来到宝丰县农科所后，王亚珂一头
扎进了田间地头和实验室里，用
辛勤的汗水抚育着成千上万份
艰难寻来的种质，为培育出一个
又一个优良品种逐梦前行。

追逐梦想 挥洒青春

6月 15日，在田间，王亚珂手持
玉米单粒播种器，将玉米种子一粒
一粒地有序播种。“为确保数据准
确，播种都是采取人工粒播的方式
进行，非常烦琐，工作量很大。”宝丰
县农科所所长马国留说，近段时间
正是工作的关键时期，王亚珂在对
小麦测产、收割、考种的同时，还要
紧锣密鼓地开展玉米新品种的备
种、整地、播种和浇灌等工作。

马国留说，王亚珂和同事们主要
承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县农科所合
作的小麦新品种示范园建设项目工
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组每年提
供近150种小麦新品种，由王亚珂和同
事们负责展示。此外，王亚珂还负责
河南省豫玉种业黄淮海夏玉米组等近
百个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千粒重 47.3 克。”6 月 15 日下
午，王亚珂又来到实验室，利用测重
仪测量县农科所自主培育的“宝科16
号”小麦新品种的千粒种子的重量。
随后，她又开始检测新品种的穗粒
数。“千粒重、穗粒数和亩穗数是衡量
小麦新品种优劣的主要指标。”王亚
珂说，“宝科16号”小麦新品种的性
状比较优良，现在正在参加全省小麦
新品种的区域试验。

“我要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
头，把优秀论文谱写在广袤田野。”
王亚珂说，相信市委组织部实施的

“归根”工程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回归，共同建设美好家乡。

王亚珂：

与田相伴
将梦想种进热土

□本报记者 巫鹏 文/图

6月12日，彭国亮在他的根雕展厅内展示介绍自己创作的根雕作品
6月15日，王亚珂在实验室工作


